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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家兴学：王省三与光华大学的创办

贾梦召
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北京　100029

【摘　要】光华大学作为“收归教育权”的重要成果，凝结了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感，在时代动荡中历经 27 载的风风雨雨，成
就了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现代知名高校。光华大学的创办离不开一大批爱国志士及他们之间的精诚协作，其中极为重要
的一位便是王省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王省三便没有光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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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recover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Guanghua University has condensed the patriotic sentiments of
countless Chinese people. After 27 years of ups and downs in the turmoil of the times, Guanghua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modern well-known
university such a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founding of Guanghua University is
inseparable from a large number of patriots and their sincere cooper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Wang Shengsan.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be
said that without Wang Shengsan, there would be no Gua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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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大学

1　王省三的家国情怀
王省三自幼便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王省三，初名企

曾，号省三，其以取“吾日三省吾身”之言明其志；后来改为丰镐，
此号取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意；后又取省山，取自诗文“帝省其
山”。从王省三所取之号便可足见其心志，文王迁都至丰邑、武王
迁都至镐京以稳固河山，建立丰功伟业；天帝省视周地岐山为周兴
邦扩疆。以此三帝之事例取号展示了王省三为天下万民而奔走、不
以一己私利而苟且的伟大志向。同时，以“省三”为号，显示出他
心中理想并非天马行空般幻想，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心态
让王省三之志更具有了一份强大的现实力量——他不仅在想，而且
还在脚踏实地的实现心中之想[1-4]。

在学有所得之后，王省三在未
来发展方面决意为天下济。王省三
天生聪明、颖悟绝伦，八岁时开始
接受传统教育，十三岁进入上海崇
正北官塾读书，无论是家庭聘请的
先生还是官塾塾师，皆称赞其敏而
好学。在职业选择上，其父认为

“儒者不办家人生产，不如学医可
以方技自活”，便有意让王省三弃
学从医，而塾师刘眉孙劝其曰：

“儒者学医，犹之茹菜作齑，终以
酸腐已耳！贤子学成有日，不如开
门授徒，教学相长，馆榖所入，以
资事菑”；又亲友 劝其从商，以
习贾而奉亲。但是，王省三皆不为
所动，对亲友所言充耳不闻，自始
至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常自语：

“丈夫昂藏七尺身当以匡计天下，
奚沾沾八口焉！而值环海大通之
日，世变方亟，习一经，只以安

常处顺；苟非习知四国之焉，不足以通经致之用”。此时的王省三
已经决意要历经苦学而达到经邦济世的目的。

学有所成之际，王省三一心奔赴经济之道。二十三岁补邑庠
生、三十岁考入京师同文馆，1889 年以随员身份出使欧洲国家，
1900 年成为驻日公馆参赞，1902 年中举后曾游历西方各国以考
察政治，1906 年总办浙江警察与洋务， 1918 年到 1925 年在北
洋政府任交涉使等职务[5-6]。

2　王省三与张寿镛的声气相投
王省三与张寿镛二人二者皆为光华大学的灵魂人物。在创办

光华大学之时两人已相交28 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共同情怀
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们携手创办光华大学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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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动力。王省三长张寿镛 18 岁，早在 1908 年，张寿镛的
长辈张蹇叟就向其介绍王省三，云：“王省三，外交人才也，
性刚直。往往不为人屈。子可与友。”在张寿镛此后在官道路
中，发现王省三为“警政外交诸所表著者，有口皆碑”之人
物。然而，此时两人之交仅仅在于彼此仰慕而相见寒暄，由于
工作原因没有太多的机会交流。1922 年张寿镛第二次赴浙江任
职，此时的王省三已六旬有余，正值抱子弄孙、颐养天年的人生阶
段，因个人威望被任命为外交部特派浙江交涉员，在此期间王省三
与张寿镛合作创办卷烟税。当时办理卷烟税的阻力极大，但王省三
终乃“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坚定决心办理此税，曾谓：“若以
此去官，岂不光荣”。在王省三与张寿镛的合力之下，成功创办浙
江烟税，使浙江成为了全国征卷烟税的首创省，基于办理卷烟税的
通力合作，二人成为管鲍之交。

1924 年，因为厌倦官场生活，王省三与张寿镛一同辞官。
在闲暇的岁月里，王省三与张寿镛经常相与徜徉海上，把酒谈心，
花朝夕月，促膝长谈，彼此常感慨“百年大计，莫如教育。教育之
权操之外人，此而不救，虽有一二外交能手何裨于国，因唏嘘久之。”
由此，寻找机会为国家“收归教育权”而尽一二心力成为二人心中
之默契，圣约翰六三离校事件的发生，无异于给王省三教育救国的
想法提供了实践的机会。王省三与张寿镛的携手为光华大学的创办
以及运作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一个毁家兴学，以一己之力
使光华大学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一个运筹帷幄，不惜背负骂名而
为光华的发展在政商界奔走呼号。

3　为创办光华大学而毁家兴学
1 9 2 5 年 5 月底，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此

时，离校的学生中有两人名曰王恩照、王华照者，此二人为王
省三之子。六三离校事 件发生之后，王恩照、王华照具以实情告
知其父，王省三听后愤而站起，云：“我随节欧洲，横大西
洋以抵美，足迹无不之，几见有国人不能自教其子弟，而拱手
受成于外国人如我国者！儿曹幸少安毋躁！我有先人之墓田，经
之营之，足以辟黉舍；为我留一穴归骨以从先大夫于九京

也。”王省三深明大义，不拘泥于个人私利，先人所留之墓地
遗产说捐便捐，只为国家教育不为外人操持，所言之语颇有毁
家兴学之意。

王省三言出必行，6 月 9 日正式向圣约翰大学离校善后委
员会递交信函，他于书函中写道：“窃叹吾国系独立自主的国家，教
育之事，本不应仰人鼻息，受人奇辱。昔年洞察外交形势，早唱收
回教育权，以增进国民国家观念之说，今睹此情形，益证收回教育
权之必要。”同时，他表示：“鄙人一介寒儒，雅不敢矜奇立异，愿
效古人毁家纾难之意，毅然愿拟以大西路私产先人坟墓余地约百
亩，供献于建设大学暨附属中学永远之用。”在交接地产方面，他
给出了一系列条件，他首先想到的是学生的学业之兴废，提出学校
应尽快筹钱，克日动工，建设学校，在学校未建成之时应租借校舍
避免学生辍学，荒废学业。同时，他还指出以一年为期，过期而未
建造则由捐献人收回地产，以此为条件敦促学校珍视学生宝贵光
阴，尽快立校。此条条项项，足见王省三之深思熟虑、一心为国的
深沉情感。

4　先人已逝而弦音不绝
1933 年 11 月 23 日，王省三逝世，享年 76 岁，光华

大学降半旗三日以哀悼这位创始人。六三国旗事件发生之时，
王省三 68 岁，在王省三生命最后的数年中最为关注的便是光
华大学的运作。除捐献土地之外，他加入光华大学新校筹备委员
会，新校开办之后又担任校董事会会长。从学校的筹办到运转，王
省三从各个方面着力，为收归教育权运动添砖加瓦，其一心所念
皆为民族兴衰。

王省三逝世后，其家人继承王省三之志继续为光华大学的发
展提供支持。早在六三国旗事件发生之时，王省三毁家兴学，
以祖产作为捐献之物支持光华大学创办的决定，便得到了其夫人
费佩翠以及儿子王德照、王恩照、王华照、王福照的支持。王
省三逝世后，其夫人费佩翠继承其遗志进入校董会，继续为光
华大学的发展出谋划策，先后进入第三届（1934 — 1937）、
第四届（1938）、第五届（1945 — 1948）董事会以及光华大
学蓉校董事会，其子王华照也曾进入第七届（1950 —1951）董
事会。王省三虽然逝世， 但毁家兴学、兴办国人之教育的弦音
继续在其家人中铿锵演奏。

光华大学的发展终不负王省三所望，在那个峥嵘岁月里，光
华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张青莲、邓拓、周有光、杨
宽、周而复、穆时英、储安平、荣毅仁等一批人先后毕业于光华
大学，在社会不同领域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光华大学
在全国院系调整这一转折中光荣的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光华的发
展成就了华东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现代著名高校。虽然贤
者已逝，光华大学也不再以独立的学校存在，但以王省三为代表
的一大批爱国时人以光华大学为焦点所凝聚的爱国精神、民族精
神之血脉，被一大批优秀的现代高校继承下来，现代高校将背负
先人之理想，接续努力，为祖国培养一批批俊秀人才，为伟大祖
国的繁荣富强而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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